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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课堂上，学生小亮
偷看小说，让我抓了一个
现行。我站在他的身边，足
足有一分钟，沉迷小说的
小亮，硬是没有发觉，还是
他的同桌用胳膊肘，捅了
捅他，才猛地抬头，看见我
有滋有味地盯着他手中的
书。小亮迅速地把
书塞进桌洞里。
小亮的语文成

绩不太好，上课吊
儿郎当，我的气不
打一处来，声色俱
厉：“小亮，你在干
什么？把书交出
来！”小亮也不示
弱，用身体紧紧堵
住桌洞，态度强硬：
“什么书？我没看！”我生平
最恨学生睁着眼睛说瞎
话，火气更大了，说：“你没
看书，刚才在干什么？”小
亮的脖子一梗，说：“我就
是没干什么！”

我让小亮拿出书，他
不肯，还顶嘴，我气
坏了，说：“行，不拿
出书，老师不上课
了！同学们自习
吧！”我觉得治不了
小亮，很没有面子，走上讲
台，拿上讲义夹，气愤地离
开了教室。
这事很快惊动了小亮

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
请班干部叫小亮到他办公
室，没到十分钟，小亮到我
办公室，像换了一个人似
的，态度诚恳，向我道歉。
看小亮的样子，他是心甘

情愿的，并非班主任强迫。
我诧异极了。在课堂

上，我和小亮僵持不下，各
不相让，不断升级，最终我
逃出了教室。王老师只用
了十分钟，就做通了他的
思想工作。
小亮前脚刚走，王老
师后脚就跟了进
来。王老师说：不好
意思，学生调皮，影
响你上课的情绪
了。我代表学生向
你道歉！小亮向我
道完歉，我的气已
经消了。现在，王老
师又向我道歉，我
红了脸。
我和王老师寒

暄了一阵，问王老师，使用
什么妙招，把小亮调教得
服服帖帖的。王老师眨了
一下眼睛，慢条斯理地说：
“我没说什么啊，只是了解
了一下情况。”我更吃惊
了，“就这么简单！”王老师

见我吃惊的样子，
笑了，说：“对，就这
么简单！”

我不信，同样
的一件事，我弄糟

了，放到王老师那儿，却轻
而易举地化解了。我不搞
个来龙去脉，不肯罢休，非
缠着王老师不可。王老师
挠了挠头，想了想，慢悠悠
地说：“对小亮这件事，你
我处理的结果不一样，有
可能是各自的态度造成
的。因为你的火气大，我却
是心平气和的。”

玉泉院遐思
鱼 丽

! ! ! !从南方坐车去陕西，至华
山处见秦岭一脉，那般突兀地
绵延着，浓重勾勒出不一般的
巍然轮廓。

我以前爬过华山，此次不
去，有缘便去了玉泉院。

玉泉院在华山脚下，不远处，就是秦岭，
潜意识里，知道此地承载的文化含量，会相应
的浑朴厚重。
从阶梯处缓缓踏步向上，经玉泉广场，进

入园林中，有高大绿树参差其间，只感觉到院
内森然。在其中漫步，只见一座座宏伟的建
筑，曲曲折折的回廊，还有淙淙流淌的清泉。
这是一座道教园林，祠院内供奉有陈抟老祖
像，时而可见历代名人撰写的碑碣、题记、匾
额等，这些石刻题词，充满着道家清净无为的
文化气息。院中有山荪亭，有无忧树。亭是古
亭，树为古树。时间的深邃，在这里很有些沉
甸甸的，甫游至此，也沾染了些古意。园林接
了古人气息，即便格局不是相当宏大，也有了
大气象。再想在这道院里，道士们在华山山麓
的修行，自有一份风流旖旎，这座有着千年历

史的道观，确实是不同的。
里面有女道士二三，皆着素衣玄服，次递

有序的焚香，理琴，引磬，使我等俗人顿感滤
去了烟火俗气。

据说在这里祭拜，是很灵的。听从友人
的建议，许了愿，去拜了拜。友人知识渊博，
是一个具有古文人气质的“今之古人”，经过

他的讲解，这座园林的窗棂屋瓦，修饰得虽
不如江南园林那般精致，但却有了层次，有
了灵气，在幽境清妙中多了厚重古拙的气
象。

这是一座经过秦风渭水浸润过的园林，
感觉真是不一般的。虽久居江南，但也想深入
地了解秦地的园林文化，这可能与我所学的
专业有关。在读研的一段时间里，我涉猎过先
秦、汉唐的一些知识，也对秦地的园林有过一
些了解。古人笔下的上林苑囿，官私宫苑，皆

气势恢宏，真的是很让人向往的。说起来，这
都是有些遥远的事了。玉泉院虽不似皇家园
林那般宏阔，但它朴真的至味，具体而微地透
露了陕西古代园林的风貌。
玉泉院向上，便是近在咫尺的华山，山石

褶皱，颇有书卷气。有一列火车从半山腰驰
过，原是因陇海铁路，从华山那巨大的花岗岩
肠胃中穿过。看上去，这是相当破坏园林的整
体景观的。现代文明社会在方便人们生活的
同时，却也把那种纯粹的宁静给打破了。今人
与古人的生活方式，是那么的不同，真值得人
好好思量。
起先我是不知，后来游完出来，缓缓走下

台阶时，才想起，十几年前从华山顶下山，正
是从玉泉院处出来。多年后有缘再次游赏，风
景与人情均有可佳之处。
在西安历史博物馆，买了《陕西古代园

林》一书，从中我获得了一点对玉泉院的综合
历史。在眼前，逐渐又还原出一幅古树虬蟠、
亭榭楼台、清泉绕流的画面，新鲜，朗润，笼罩
在日光里。因为画面有明静的纯净感，所以，
一直保留着，不肯删去。

景点购物须谨慎
赵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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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善是幸福之源，善是快
乐之因。正如春播秋收，人
在心里种下善良的种子，就
能收获福报之果，就能享受
到人生的幸福与快乐。
我人生的幸福与快乐

来自于生命中带给我感动
的那些人，香港的
姚秀珍大姐就是其
中一位。

今年 ! 月 "!

日这天，天下着大
雨，当我们驱车赶
往安庆火车站接到
秀珍大姐夫妇时，
我有种想上前拥抱
她的冲动。我爱人
从秀珍阿材夫妇他
们手里接过行李箱，秀珍
大姐拉着我的手，神采奕
奕地与我说笑着，相逢的
喜悦完全湮灭了他们长途
坐车劳顿的倦态。

此次内地行善之行，
是秀珍大姐早就在电话里

多次和我拟定好的了。
去年初春，我的小文

《三十六个电话》在《新民
晚报》“夜光杯”刊发，文章
写我去皖南山区慰问当地
贫困儿童的一件事，文章
刊出后，姚秀珍大姐几经

周折，通过《新民
晚报》找到了我，并
开始援助山区贫困
儿童。从初相识至
今，快两年了，我一
直在思索她的人
生故事，她在两年
中不遗余力地为
安徽山区孤儿院
和贫困家庭捐赠
衣物……
秀珍大姐开朗的性

格，爽朗的笑声，淡泊的心
境通过话筒总能深深地感
染着我。我始终好奇于这
么个人，她何以有如此高
的热情来坦然面对生活中
的琐碎？虽然我们这段因
善而结缘的故事很富有戏
剧性，但的的确确
存在着，而且在延
续。

秀珍大姐从去
年到今年，她已 #

次向安徽山区捐赠了数万
元的衣物与文具，由我和
我爱人送到安徽张溪村与
尧渡村，那些接受捐助物
的大婶大妈都无比激动，
而我更是心有感触，因为
我知道，秀珍大姐只是香
港一个普通的小康人家，
她有一个平凡的幸福家
庭，她有个深爱着这个家
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宝贝
女儿姚瑶。

今年 "$ 刚出点头的
姚瑶，手执双学士学位。她

自小受父母言传身教的深
层次影响，姚瑶单纯的心中
根植着的唯爱与善。初涉职
场的姚瑶遇到了一位好上
司———香港南太平洋出入
口行的杨崇礼先生，她的善
心善行得到了杨先生的肯
定与支持。那天秀珍大姐在
电话里告诉我，杨先生也要
捐赠衣物给我们安徽山区，
她抑制不住内心莫大的兴
奋，话筒这头的我同样被深
深感染着。我在沉默中不由
地祝福：愿世间的好人一生
平安！
从姚秀珍到杨崇礼先

生，他们对贫困地区的捐
赠，是一种善心的接力，如
同生命和生命的对话，它

连接着过去，现在和
将来，用温暖的火种
点亮人的心灵、思想
以及人生。善心善行
赋予生命的总是健

康，是幸福，是温暖。
我坚信，姚大姐与杨

先生都是智者，智者的人
生总与善随行。这才是他
们立业的根本，也是他们
可贵人格的见证。
也许在这里，我无法

一一把秀珍大姐一家以及
杨先生这些生命中带给我
感动的人都描述下来，但
他们那些对弱者的善意支
持会陪我走得很远很远。
我坚信，善心善行，一定会
让世间变得更美好。

南京话
池 澄

! ! ! !上海话，广东话，南京
话，都是各个地区不同的
方言，讲究的是一种味儿。
南京话最近很热门，电影
《金陵十三钗》中插讲南京
话，电影《我与南京有个约
会》中，又有人讲南京话。
在下是苏北人，迁居金陵
多年，乡音依旧，没有学会
南京话，但南京话中那些
口头语，听来意味深长，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前初到南京，我
与一位古稀老人闲谈。他
说：“城北有个地方叫‘三
步两桥’，三步怎能跨过两
桥，阿是大啊&”又说：“汉
中路南边儿，有条小巷叫
‘螺蛳转弯’，螺蛳壳里怎
么转弯，怪不怪，阿是大
啊？”“阿是大啊”，什么意
思？译成普通话即“可是
的”。老人说一句话请教你
一声，可是的？对不对？这
可算是南京话中常用的谦

词。
我住长江路香铺营

时，结识一位姓汪的朋友，
他练石锁，打太极，常对我
说，练武的目的有三：健
身、自卫、“打抱不平”，现
在他把“打抱不平”改成劝
架了。一日，两个小伙子因
琐事在街头拌嘴，
双方撸袖掏拳势欲
动武，见此状，老汪
一手抓住一个年轻
人的胳膊使劲向两
边撑开，支开了他俩的距
离，瓮声瓮气地说：“住手，
打起来受伤的遭罪，伤人
的犯法，切切不能这么做。
小小矛盾，多大事呀！”老
汪一言，化干戈为玉帛。
“多大事呀”这句口头语，

反映了南京人以和为贵、
处事泰然的良好心态。
常听“老南京”说，南京

人中很少发生家庭暴力。这
往往借助一句话：“卖耳
朵”。小两口吵架，女的很蛮
横，这时丈母娘出场了，安
抚女婿说：卖个耳朵给她。
意思是就当没听见。如上情
况，若男的要强，老公公就
站在儿媳一边对她说：“卖
个耳朵给他”。“卖耳朵”还
有句潜台词———聋子不吵

架。“卖耳朵”等于没
听见，往往成了促进
家庭和谐的催化剂。

“不存在”，这
句话是南京人使用

频率较高的口头语。有些
人灵活运用，听起来使人
忍俊不禁。不存在，可以用
作自己的谦词，也可以用
作对别人的颂扬。一日，
郑、许二作家相聚莫愁湖，
郑对许说：“你那篇散文得
一等奖，写得气韵生动。可
算实至名归呀！”许谦虚
说：“得个奖玩玩，说写得
怎么好，不存在。”来而不
往非礼也，许夸奖郑说：
“阁下现在功夫在文外，书
法写得不赖啊。”郑推谢
说：“不存在。我家老爸批
我的字写得像狗爬。”此

时，许又说了一句：“不存
在”。许用不存在否定郑作
家老爸的批评的不存在，
否定加否定不就又演变成
褒奖了。
南京还有一独特的挂

在嘴边的话，就说一个字：
“韶”。健谈的老头，称韶老
头。爱唠叨的老太，称韶老
太。找朋友谈话，常说，我
两个韶韶。韶这个字，其义
古远。《书经》载：“韶，虞舜
乐也。”遥想 %$$$年前，我
们的祖先在这巍巍的钟山
之下，莹碧的江水之滨，边
舞边唱，边唱边谈，欢歌笑
语，韶乐和鸣，一种何等温
馨祥和的景象。岁月悠悠，
此风绵延，万世不竭，幸运
的南京人把这个包含歌舞
谈唱的韶字承传下来了，
美言如歌，注入了平常话
语，多么令人羡慕、令人珍
重。

汤为民
三条灯谜旧作

（海产品）
昨日谜面：老泉可汲
（饮品）
谜底：苏打水（注：老泉，

宋代苏洵之号；汲，打水）

夏 趣 李 黎

山鬼在哪里!

谢丽娟

! ! ! !放鞭炮（爆竹、炮
仗）的利弊讨论由来已
久，我印象最深的是在
上世纪 '$年代初为了
回应不少市民的意见，

市政府开办公会议讨论，并征求部分
老同志的意见，最后制订有关限时
限地放鞭炮的《规定》。此后不久，
《规定》很快趋于淡化，几乎任何时候
都要放，限地的作用也极小。于是要
求禁放的呼声又不时地传出。

在制订《规定》的前几年，每年
在春节后媒体报道有多少人因放爆
仗而受伤，甚至有被炸瞎眼的事故；
有多少导致火灾烧毁了牛舍以及稻
谷堆场。后来这类报道也淡化了，较
多的是报道有多少次火警，出动了
多少救火车次，没有酿成火灾。报道
的淡化原因之一是淡出禁与不禁，
限与不限的争论。
春节是放鞭炮的集中时段，但平

时，除了农历上标有不宜婚嫁或开工
不利的日子，几乎天天都有鞭炮声，而
且音量大，持续时间长。造成的污染可
谓是全方位的，噪声污染、地面污染以

及最令人不忍的空气污染，路人紧急避
让，居民紧急关闭门窗。近年来有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出禁放与限放要
求，举理充分。除了要求保护环境外，还
有认为应节约资源和避免火灾及人体
即时伤害。此外，更有提及突发的鞭炮
声引起老年心脏病人瞬间病情加重，
熟睡中的婴儿惊醒惊叫。再有同志提
出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因曾经多

次听到生产爆仗的场所引发事故。
主张放鞭炮的认为这是我国的

民间习俗，每逢节庆日或办喜事放
鞭炮已是传统应予尊重。回顾放鞭
炮的传统意义是为了驱赶“山鬼”，
这对于千百年前，人类无法对一些
自然现象释疑，便归之于鬼神的威
力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谁还相信有
鬼在发威？当下已是信息时代了，相
信我们大家都有共识即没有鬼，鞭
炮的意义早已变异了。既然如此，这

一传统是否可以淡出呢？改变传统
习俗确实不易，但又想女子缠小脚
和男子留长辫子的习俗在民国时被
废掉了。可见对传统有的需保持和
弘扬，也有的不适时宜应中止它的
传承，也就是我们需顺应时代的发
展，对传统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改变传统习俗确实不易，但千里

之行始于脚下，在当今“改革”这个热
门词汇已深入人心，改一改这放鞭炮
的习俗，我认为定被极大多数人所认
同。认同是前提，行动才能出效果。这
个认同是涉及上至政府行政各级干
部下及各方民众。行动也是上下互动
的。政府要起主导作用，强化法治，依
法行政，民众相应增强法律意识，既
为了我们自身的保护，也为了他人的
权益不受侵犯，更为了人类唯一可生
存的地球，要下一点决心与不适时宜
的传统告别。
还想说句不吐不快的话，把开

工放鞭炮的钱捐给公益事业，把年
终积余在迎财神时放鞭炮的钱捐给
慈善机构，把放鞭炮的钱用于社会
公益一定换得愉悦和超然享受。


